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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之下，雙薪家庭成為我國常見的家庭型態，家長忙碌於工

作，以致無法每日準時接送就讀國小的孩子，這時課後照顧班就有存在的必要

性。而營利式私人課後照顧（補習、安親、才藝班等）之收費較為高昂，想節省

一筆開銷的家長則選擇將孩子送往學校辦理之課後照顧。國小中低年級課後照顧

班的孩子，一周長達 16 至 22 小時的時間在這教室中，課後照顧教師除了批改作

業及補救教學外，還應提供什麼樣的課程內容呢？對此何俊青（2012）整理國內

外學者之看法提出課後照顧班應重視孩子多元智能學習的發展。但是課後班受少

子化影響，同一年級人數不足而需混齡形成一個班級，在教學實施上難免有些差

異與困境存在。為此李雅婷（2014）指出差異化課程與教學能夠作為臺灣因應混

齡班級的策略。 

基於上述，教師為因應學生個別之差異，應具備差異化教學的理念與實踐

力，落實「因材施教」與「適性揚才」之理想教育。本文以觀察陳老師在中年級

混齡課後班實施差異化之數學教學情形，透過觀察與訪談來記錄差異化教學在混

齡班級之困境，並提出因應策略以供現場教師思考。 

二、文獻回顧 

本部分以差異化教學之文獻回顧作探討，並作為後續觀察的理論基礎。 

(一) 何謂差異化教學？ 

差異化教學是教師融合教學標準與學生背景，再經由完整的規劃，來回應學

生學習的需求，最後達到學習目標的動態歷程（林佩璇、李俊湖、詹惠雪，2018）。
我國教育站在九年一貫的基礎上，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育部（2017）以

五大理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延伸具體目

標及作法，其中因材施教最具有差異化教學的色彩。在教育現場，教師最常遇到

的就是學生程度落差的現象，這樣的落差可能源於學生不同的家庭背景、生活習

慣、學習方式和興趣……等等，面對學生不同程度和特質時，教師應實施不同的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3），頁 197-204 

 

自由評論 

 

第 198 頁 

教學策略回應學生的需求。 

(二) 差異化教學的實施流程 

差異化教學是活化的動態歷程，因此並沒有一體適用的教學，教師須有充足

的教學策略，以及在教學前瞭解學生的先備能力，才能在動態的歷程中適時引導

學生、修正成適合學生當下狀態的學習模式，其教學流程之架構大致為林佩璇等

人（2018）所提之「合、分、合、分」。第一步「合」，對全班進行學前施測或學

習重點的示範；第二步「分」，再個別學習或是小組學習；接著第三步「合」係

教師對全班澄清概念；最後「分」再個別評估學生的學習情形（薛雅純，2019；
張錫勳，2016；劉家誼、賴雅俐，2018）。 

(三) 差異化教學的困境與因應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本國差異化教學的相關文獻豐富，多使用在正式課堂，沒有實施於國小混齡

課後照顧班的相關文獻，故本文僅針對差異化教學應用於國小課堂之相關文獻做

整理，並統整諸多研究者（林佩璇等人，2018；張錫勳，2016；盧貞穎，2014；
劉家誼、賴雅俐，2018；羅寶鳳，2015）提及之困境與因應策略如下。 

1. 差異化教學之實施困境  

在實施差異化教學過程中，困境包含課程準備時，教師常是單獨奮鬥而造成

較大壓力；課程實施時，難以因應所有學生的個別差異、擔憂學生被標籤化、教

師課程進度的壓力、難以提升習得無助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班級經營的困難等。 

2. 差異化教學實施困境之因應策略 

為減輕差異化教學教師單獨奮鬥的壓力，教師可以參與專業社群，打造教學

團隊，讓自己在準備課程時不孤單，平常需建立與學生的默契，讓班級經營成為

差異化教學成功的推手；進行差異化教學除了使用異質分組讓學生免於標籤化之

外，還可以用一些口語技巧讓程度的分界更不明顯，另外，教師適時給予學生鼓

勵，也能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動機。 

筆者藉由以上在正式課堂實施差異化教學之困境與因應策略，觀察陳老師在

中年級混齡課後班實施是否有相同的困境，並與陳老師討論後提出因應策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3），頁 197-204 

 

自由評論 

 

第 199 頁 

三、差異化教學應用於混齡課後班之實施、困境與因應策略 

筆者觀察陳老師在花朵小學（化名）中年級混齡課後照顧班差異化教學實施

情形，紀錄簡要流程與課程困境，再訪談陳老師實施差異化教學之困境，最後透

過與陳老師討論提出因應策略。 

(一) 差異化教學實施流程 

教師面對學生的差異，不應只使用一種學習的策略，也因此在教學前，教師

必須先瞭解學生學習準備度、學習興趣以及偏好的學習風格（張碧珠、呂潔樺、

林芯汝、劉慧平、陳雲釵、賴筱嵐、蔡宛臻(譯)，2018）。 

因此陳老師在教學開始前先針對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偏好學習風格與先備知

識進行調查，再依學生學習偏好進行分組，實施教學時，陳老師利用基礎題型進

行教學示範，喚起學生舊經驗；再開放各小組完成平行任務並上台做概念解說，

老師從旁協助及做出總結，最後全班各自完成學習評估單。以下簡要列出陳老師

教學流程。 

1. 前測與分組：瞭解學生先備知識與學習風格。給予不同程度學生不同稱號並

進行分組(程度較佳學生為智者或是長老；低成就學生為勇者)。 

2. 合：教師對全班進行基礎題示範。 

3. 分：各小組進行學習，完成平行任務（根據不同學習風格設計專題討論、微

型教學、自學等不同型態之學習小組，並加入「數學咖啡館」概念，在每個

小組中安插一個高成就之學生引領小組討論）。 

4. 合：小組上台做核心概念的講解，並開放問答後老師總結。 

5. 分：全班各自完成分層學習單。 

(二) 差異化教學實施困境與因應策略 

陳老師設計之差異化教學數學課程為一個單元，共四節課，教學的過程中，

陳老師秉持著「滾動式修正」的精神，遇到困境隨時予以修正與改善，以下分別

列出其在實施差異化教學之困境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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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差異化教學之實施困境 

(1) 教學前準備耗時費力 

不同於傳統之教學，為回應學生需求，教師不僅只準備一套策略，而是必須

根據不同程度準備多層次的教學，也因此在準備課程時比平常花費更多的時間與

力氣，筆者觀察陳老師在備課時，會依據每一堂學生的反應做課堂的調整，最後

呈現出的課堂，並不會與初始的教案完全相同。 

瞭解學生的差異情形是差異化教學的第一步，這跟傳統教學法有很大的不同，

不僅要顧及學生的起點行為，還要考慮多元智能、文化背景、興趣與性別等等，

那要如何瞭解？要用何種形式才能完整的知道學生個別差異？這並不是短時

間能調查出來的，因此我在準備上花費了很多時間。（訪師 20181102） 

(2) 難以精確評估學生的學習偏好 

傳統的教學，教師僅需以單一的形式傳授知識給所有的學生，差異化教學則

是須回應學生個別需求，但是學習偏好並不是固定的（林佩璇等人，2018）。今

天學生喜歡自己閱讀；明天又喜歡聽講，隨著時間、心情、環境等等因素而有多

元的樣貌。 

學生偏好的學習偏好常常會受到外在的因素干擾而有所差異，量表或訪談都難

以精準判斷當下學生的學習偏好，所以我每次上課時都在當下評估適合他們的

學習偏好。(訪師 20181109) 

(3) 進行小組任務時的班級問題 

實施差異化教學時常見的方式為分組學習，但是當不同組別在進行不同任務

時，常衍生一些學生問題，包含分組任務時學生意見不合、各組進度不依時間難

以掌握、低成就學生依賴高成就學生、年段的差異等等。 

各組在進行任務時速度不同，像是今天使用具體物解題的小組很快就將任務完

成，其他組卻還在進行，應準備配套因應這種空白時間(訪師 20181102) 

小捷(三年級低分組)可以透過小鈺(四年級高分組)的協助，進行學習與發表乘

法直式中的含意，不過小鈺會想自己出題，不想與三年級討論。(訪師 20181116) 

第四節課堂進行時，分組方式為異質分組，並由高成就學生帶領跑關卡，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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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就者回答正確，小組分數則較為高分，筆者在跑關時察見一名低成就學生

跟著高成就學生，還催促高成就學生趕緊解題，自己卻不願意思考。(札

20181123) 

有些很愛搗亂、不好好討論的人，我們這組任務就會變得很難一起完成。(訪

學 4A 20181123) 

(4) 教師僅有一名，難以掌握所有學生的學習情形 

教師在全班授課時較難因應學生個別差異。進行分組活動時，僅有一名教師

難以確實掌握每一名學生的學習情形，筆者在觀察中發現，有的低成就學生非常

投入小組學習(低成就學生為勇者，得分是兩倍)；有的則反之，只有一名教師的

情況下進行分組活動，教師難以同時掌握每一小組的學習情形。 

在全班授課的部份沒有太多差異化安排，就是老師呈現常錯的題型，並解釋算

式中的意義。唯一的差異在任務目標：低成就孩子完成正確計算，高程度的孩

子要教會每一個組員。(訪師 20181109) 

分組闖關立意良好，但僅有一名教師無法兼顧所有人的學習狀況。(札

20181123) 

2. 差異化教學實施困境之因應策略 

(1) 結合學校社群與校外資源 

在教學前準備上耗時費力，筆者就文獻探討之結果與授課者進行討論，認為

透過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備是可行的，甚至可以將向外拓展，尋求學者

專家的指導，打破單打獨鬥的教室現況，提升差異化程度並縮短備課時間。 

(2) 平時建立討論氛圍與師生默契 

在班級經營的困境上，差異化教學的本質為「合作學習」。因此，平時建立

社會性技巧與合作共享氛圍是相當重要的。就筆者觀察，在課程初始階段，孩子

合作技巧與默契欠佳，但經過兩堂課老師的指導與省思小組歷程後，情況開始好

轉。據此研究者認為，若要落實差異化教學的精神，則應以「合作學習」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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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增強制度與自學區制度 

據筆者觀察與授課者陳述，該班（中年級）孩子學習風格尚未穩定，常受到

外在因素干擾，而有所變異，部份班級問題也因此而生。對此，筆者與授課者討

論後認為，增強雖非一帖萬靈丹，也有諸多副作用與批評，但就筆者觀察結果，

其效果真是立竿見影，故授課者自身專業性的判斷與拿捏就相當重要了，過與不

及皆有所失。 

而對於社會性技巧不足或當下孩子傾向自學時，授課者也以「自學區」做為

配套，回應了孩子當下偏好的差異，就筆者觀察，主觀上認為小組問題與學生的

學習風格變異是有被回應到的。因此，筆者認為在「班級制度」上也因秉持差異

化教學的精神進行設計。 

(4) 邀請協同教師或相關人員 

要兼顧全班學生或精確的分析學生的學習上的差異，光仰賴一位老師會顯得

有點粗糙。對此，研究者在觀課時，也有稍微參與了小組活動討論，進而發現，

若有協同教師進行教學，對於孩子的學習有所助益；同時也能觀察到孩子獨特的

學習風格，且能提出與授課者進行討論，以利進行下一輪的備課修正。 

據授課者自陳，可以尋求原班教師或輔導老師的協助，提供學生學習偏好的

資料，以類似「三角校正」的方法確定孩子得差異，以能準確回應整體班級的學

習偏好，更加精緻差異化教學設計。綜上，筆者認為授課者積極尋求相關人員的

協助，對於差異化教學設計與實施有相當大的助益。 

3. 差異化教學之未來展望 

經由觀察與討論後，筆者認為差異化教學並不是全有或全無的概念，而是漸

進的；有層次的，教師可先從容易掌握的能力差異開始進行，不需操之過急，待

能力差異掌握後擴增至學生多元差異，回應學生差異後，再向師生共創課程方向

前進。如下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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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１差異化教學實施層次  

(1) 第一層次－學生能力差異：以學生科目程度與能力作為差異參照點。 

(2) 第二層次－學生多元差異：以學生學習偏好與學習風格作為差異參照點。 

(3) 第三層次－師生共創課程：上述兩層次為教師回應學生差異，在此層次則為

相互回應，主動探索自己適合的學習模式，並回饋教師。 

四、結語 

我國因面臨少子化的問題，又加上家庭型態多為雙薪家庭，家長無暇照顧孩

子，混齡教學與課後照顧成為未來的趨勢，課後照顧教師除了叮嚀學生完成作業

以外，也可以使用差異化教學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本文透過觀察陳老師在混齡課後照顧班實施差異化教學、紀錄教學困境，並

與陳老師討論後得出幾點策略包含「結合學校社群與校外資源」、「平時建立討論

氛圍與師生默契」、「運用增強制度與自學區制度」、「邀請協同教師或相關人員」。

並提出差異化教學三層次，期能給予日後在課後照顧實施差異化教學者一些方向

與動力。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師生共創課程

學生多元差異

學生能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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